
4 时事 要闻部主办 组版：闫广明 责编：臧媛慧 薛力娜 校对：刘洁珍 电子信箱：llrbywb@163.com

2018年11月2日 星期五

新华社沈阳 10 月 30 日电 （记者
王莹 黄璐） 高志航，一位被誉为“空军

军神”“蓝天战神”的抗日英雄，第一个

击落日机的中国空军飞行员，牺牲时仅

30 岁，却在中国近代空军史上，写下了

可歌可泣的不朽篇章。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8
年 6 月出生，辽宁通化（今属吉林省）

人。1924 年，高志航从教会学校“奉天

中法中学”毕业后，考入东北陆军军官教

育班学习。这一年东北军扩建空军，招

考飞行员赴法国学习，他把名字“铭久”

改为“志航”，表明志在航空的决心。最

终，他如愿前往法国学习军事飞行。

1929 年 1 月，高志航学成回国，被

分配到东北航空处飞鹰支队任少尉飞

行员。在飞行演练中，他以高超的飞行

技术赢得官兵们的称赞和敬佩。一次

演习，他的右腿被弹出的操纵杆打断。

经过两次手术康复后，他依然坚持要求

重上蓝天。

1931 年，高志航晋升少校，任飞鹰

支队支队长。1935年，他奉命前往意大

利购买战机。1936年 5月，高志航回国，

历任空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第 6航空

大队大队长、第 4航空大队大队长等职。

1937 年 8 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计划

空袭杭州、南昌、虹桥等机场，摧毁中国

的空军力量。8月 14日，长谷川清命令

驻台北的 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出

动，空袭杭州笕桥机场。

当天 18 时 10 分，杭州发出空袭警

报。此时，中国空军第 4 航空大队第

21、22、23中队已由河南周口起飞，经过

恶劣气象条件的长途飞行，油料将尽。

刚在笕桥机场降落不久的高志航机队，

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和油料不足，英勇

果敢地冲上天空，在云层里同敌机群展

开猛烈厮杀。

高志航驾机占据有利位置，抓准时

机、准确击中一架日机右翼主油箱，敌

机迅速坠落在钱塘江畔。这架敌机也

成为被中国空军击落的第一架日军战

机。之后，第 23 中队队员梁添成和 22
中队长郑少愚也各击落敌机 1 架。不

到 30分钟的战斗，第 4大队共击落日机

3架，击伤 1架，我仅 1架战机轻伤。

八一四空战告捷，打破了“日本空

军不可战胜”的神话。8 月 15 日，中日

空军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再次展开

大规模空战。这一系列战斗中，中国空

军击落 17 架日机，仅损失两架战机。

后高志航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空军驱

逐机部队司令兼第 4航空大队大队长。

1937 年 11 月，高志航奉命率队赴

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飞至河南

周家口机场时，因天气恶劣，在机场待

命。21日，机场突遭 11架日机偷袭，高

志航在进入机舱准备起飞战斗时，被炸

弹弹片击中牺牲，时年 30岁。

2015年 8月 29日，三峡大学西校区

高志航路上，抗日英烈高志航塑像落

成，塑像高 4 米，由 3 吨青铜浇铸而成，

基座高 1.7米，为 25吨三峡原石。整个

塑像庄严雄伟，头戴飞行帽的高志航，

一手叉腰，举目远眺，仿佛正在观察云

天之上的战况。

新华社南京 10 月 31 日电 （记
者 邱冰清） 1867年，一艘驶往法国的

轮船上，有一位中国人王韬。这段欧

洲之旅，既成为他开启国人眼界的素

材，也成为他思想转变的契机。

王韬，1828年生于江苏苏州，中国

近代思想家、政论家、报人，18岁中秀

才。1849 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邀

请，王韬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在编校

译书过程中，他开始逐渐接触西方文

明。

1862 年，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

天国，被清政府下令逮捕，后逃往香

港。为挣钱糊口，王韬协助英国传教

士、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翻译《诗经》

《春秋》等中国经典，将中国文化介绍

到西方。

青年时代的王韬就喜欢读“域外

书”，然“惟以老母在堂，不敢作汗漫游。”

1867年，理雅各邀请王韬前往英国。此

时他的母亲已故，没有后顾之忧的王韬

欣然接受邀请，踏上欧洲的土地。

异国三年间，他将所见所闻所感，

如西方的文化、科学、教育、经济与政

治制度等记录下来，后编辑成《漫游随

录》，增进了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同

时他以其东方文化人的身份，在西方

传播了中国文化。

受西方报业的启发，王韬于 1874
年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其创办

伊始表现出不同一般的个性：坚持按

日出版、由中国人完全自办自营及突

出的政论色彩。王韬曾在《本馆日报

略论》明确表示，《循环日报》不仅要将

国内外要事消息汇于一纸，而且要毫

不隐讳地表述报社的看法和主张，“借

彼事端发挥胸臆，以明义理之不诬，报

应之不爽”。他发表的《变法自强上》

《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

论，认为只要中国统治者顺人心，尽人

事，亟图变法自强，就能促使中外之势

发生变化。

不仅如此，王韬还希望以编纂刊

行西方历史著作来增进中国人对西方

世界的了解，从而打破中国官民的封

闭状态。同时期望通过对外国史志的

介绍、对西方国家强弱盛衰变化原因

的探讨，针砭中国现实，刺激国人发奋

进取，改革图强。他的《普法战纪》和

《法国志略》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

引起了极大反响。到 19世纪 90年代，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等书中对其加

以大力推荐。戊戌改良运动的发动者

们，试图以其中对国势、政体、民情、科

学技术等时代焦点问题的强烈关怀，

来引发国人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从而

促进中国改革运动的早日到来。

甲午一役，中国跌进了更加耻辱

的灾难之渊。王韬把拯救中国的希望

寄托在新一代维新主义知识分子身

上。1894年，他在上海与孙中山见面，

为其写信给当时在李鸿章幕中供事的

朋 友 ，请 他 介 绍 孙 中 山 与 李 鸿 章 见

面。1895 年，他与“公车上书”后名声

正响的康有为在上海见面，鼓励他把

改革的主张变为改革的政治活动。

王韬欣喜于新一代改革者的政治

实 践 ，自 己 却 再 无 精 力 投 身 其 中 。

1897 年王韬溘然长逝，一代思想伟人

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税制变迁，见证国家进步。

税收立法提速、增值税税率下调、

个税改革向综合计税迈出历史性第一

步……2018年，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

税制改革以攻坚之势不断向纵深挺进。

聆听时代的足音，税收收入从 1978
年的 500多亿元到去年突破 14万亿元，

数字跨越的背后是激昂改革鼓点下的

历史跨越。

利改税、分税制，税收制度建
设迎来春天

北京税务博物馆内，一张张照片和

税票记录着时光。

工商业税、货物税、盐税、关税、印

花税、遗产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

地产税、使用牌照税、牧业税……改革

开放前，国家税收体系的初步建立，为

新中国迅速恢复生产和开展建设提供

了支持和保障。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财政税收在国

民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受到重视。

1980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获人大通过，税

制改革以适应对外开放需要、建立涉外

税收制度为突破口向前推进。而 1983
年到 1984 年的先后两次“利改税”，则

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以税收的形

式固定下来，引领中国税制改革进入全

面发展阶段。

历史性的一刻定格在 1994 年，那

一年，分税制的引入开启国税地税分设

的历史，我国对工商税制进行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

深刻的一次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

体的流转税体系，统一内资企业所得

税，统一个人所得税制，撤并和开征了

一些地方税种。

这次改革后，我国工商税制由之前

的 32 个税种合并为 18 个，税制大大简

化，结构趋于合理。新税制从体制上取

消了随意减免税，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

了条件。

专家表示，1994 年开启的税制改

革，标志着我国税收制度从过去服务计

划经济体制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要求的历史跨越，初步实现了“统

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

权”的改革目标。

告别农业税，税收杠杆发力
为市场添活力

中国农业博物馆，河北灵寿县农民

王三妮制作的“告别田赋鼎”记录了一

个延续 2600年制度的终结。

2005 年 12 月 29 日，中央向全国农

民宣布取消农业税，终结了 2600 余年

来农民种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

种地免赋，是王三妮的梦想，也是

全国所有农民的千年梦想。免了农业

税后，国家开始发放农业补贴，亿万农

民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以前跑到各家各户征公粮、收税

费，几乎跑断腿磨破嘴皮，人人愁眉苦

脸。现在上级拨款扶持农业的项目越

来越多，大家都是眉开眼笑地来领钱。”

在山东省无棣县小吴家码头村担任了

20年会计的吴元山，说起这些年从缴纳

农业税到出台各种农业扶持政策的变

化，深有感慨。

上世纪末，我国农村税费负担依然

较重，有些甚至严重影响到农户的生产

生活安排。这种情况在进入新世纪之

后得到了彻底改变。2000年，中国在安

徽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从此逐步

扩大改革试点范围。农业税的取消，开

启了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中

央连年以“三农”为主题发布一号文件，

一系列惠农政策陆续出台，给农民带来

“真金白银”的实惠。

从取消农业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

得税到推进成品油税费改革；从不断上

调个税“起征点”到消费税的不断调整，

税收凭借其越来越强的杠杆调节作用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奋进新时代：税改攻坚助力
高质量发展

2016 年 5 月 1 日零点，温州商人陈

生在北京民族饭店开具了全国首张增

值税专用发票，成为增值税试点在全国

各地各行业全面推开的历史见证。

这一天起，实施了 66 年的营业税

告别中国税收舞台。英国《经济学人》

杂志评价说，中国全面实施扩大增值税

征收范围的政策，完成了 20 年来规模

最大、最漫长的一次税制改革。

进入新时代，以营改增为代表的新

一轮税制改革，迈出了助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跨越。

从 2012 年 1 月 1 日在上海市率先

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启动

试点，5年多来我国逐步实现了增值税

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数据显示，

2013 年至 2017 年，我国实施营改增改

革已累计减税 2.1万亿元，

如今，增值税改革正向着更深远的

目标继续推进：今年 5月 1日起，增值税

税率三档变两档，重点降低了制造业、

交通运输等行业税率，未来税率水平还

将继续调整，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增添新动能。

不仅如此，力度空前的个税改革正

在推进中。新修订个税法的实施细则

和百姓关注的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

正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更大幅度

为中低收入群体减负的同时，这一改革

正加速推进我国个税制度向综合计税

迈进。

烟叶税法、船舶吨税法今年 7 月 1
日起实施，契税法、资源税法、消费税

法、印花税法等草案抓紧起草中；推进

国地税机构合并、加快健全地方税体

系、房地产税法亮相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新一轮

税制改革以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

线，向深水区不断深入。

“税收能力是构建国家治理能力的

根本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

务部主任维托尔·加斯帕尔表示，中国

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无疑将推动财税

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

重大进展。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这是魏县沙口集乡的贺祥社区新居（10月31日无人机拍摄）。
自2016年起，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对4个乡镇的12个村庄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计划建立6个居住社区安置搬迁群众。目前，贺祥社区已投入使用，群众正陆续搬迁

入住，其它5个社区正在加紧建设。为了帮助易地搬迁群众致富，当地在建设居住社区的基础上，规划建设现代产业园区和现代农业景区，保障搬迁群众实现就业。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排版：吕梁日报社激光照排中心地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邮编：033000 广告刊登热线：0358—8224975 全年订价：396元印刷：吕梁市印刷厂排版：吕梁日报社激光照排中心地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邮编：033000 广告刊登热线：0358—8224975 全年订价：396元印刷：吕梁市印刷厂

东北飞鹰 空军战魂
——空军抗日英雄高志航

聆听时代进步的足音
——40年税制改革回眸

□ 新华社记者 韩洁 郁琼源 胡璐

以笔作枪，冲击封建政治的勇士王韬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30日电（记者
刘懿德） 司法部日前印发的《“数字法治、

智慧司法”信息化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提

出，在 2019年底，基本建成“数字法治、智

慧司法”信息化体系，形成“大平台共享、大

系统共治、大数据慧治”的信息化新格局。

“在互联网时代，不仅要更多更好地

提供面对面的服务，更要回应群众呼声，

更快更优地提供键对键的服务。”司法部

部长傅政华 29日在全国司法行政信息化

工作推进会上说。

傅政华表示，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服

务管理工作有着巨大的需求和很高的期

待。互联网时代、信息化事业是司法行政

系统回避不了、绕不过去的“坎”，是只能

积极主动适应、加快迎头赶上的时代潮

流，是应该紧紧抓住、同时也是可以大有

作为的发展机遇。

当前，我国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工作

底子薄、起步晚、欠账多，不同程度存在发

展不平衡的情况。全面推进全国司法行

政信息化，是贯彻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思

想，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

建设提供支撑的有力抓手。

傅政华说，司法行政机关要自觉广泛

运用信息技术，助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推动司法系统工作机

制的持续优化升级，显著提升司法行政管

理服务水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据统计，2017年全国网民在司法部网

站浏览、咨询、办事达 9.72亿人次；今年以

来 ，已 达 8.07 亿 人 次 ，最 高 峰 日 数 据 为

2927万人次。

10月31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实验小学学生在创作勤俭日手抄报。
当日是世界勤俭日，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引导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节约

的好习惯。 新华社发（耿玉和 摄）

新华社北京 10月 30日电 （记者 于
文静） 据农业农村部 30日消息，我国已批

复设立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

区，将在打造农业科技国际合作、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和总部等四个聚集区方面

着力，推动首个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

验区发展。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

在农业农村部 30日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今年 8 月 31 日，国务院批复同

意设立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

区。这既是对农业领域对外开放取得成

就的充分认可，又是吹响了重整行装再出

发的响亮号角。新时期农业对外合作，必

须更加注重创新，提高对外合作质量，要

进一步扩大农业农村对外开放，以开放促

改革、以开放促发展。

潍坊市人民政府市长田庆盈在会上介

绍说，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

核心区的功能定位有两个。一是搭建农业

科技研发、集成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高端平

台，发展高端农业与现代食品产业、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以及农产品国际贸易、现代物

流、跨境电子商务等产业。二是建设农业

先进国家、技术合作示范基地，着力打造农

业及食品产业创新中心、品牌展示中心、物

流配送中心、检验检测认证中心、农业和食

品产业大数据中心以及产业总部基地。

我国将在明年底基本实现
“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建设目标

我国将通过四方面举措发展
首个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


